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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近年
来，我市牢记嘱托，大力发展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目前，全市已先行选派了 180余
名“家庭教育特派员”进驻365村社区开
展指导服务。派驻社区（村）的家庭教育
特派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多种方式
为家庭提供服务。

书香满屋书香满屋 陪伴孩童成长陪伴孩童成长

在甘棠镇的贤善书屋，每天下午四点
后，就会陆续来很多孩子。孩子很自然地
找到自己喜欢的角落，看书、做作业，或
是单纯等待父母下班。

今年暑假，市妇联家庭教育特派员来
这里开设了多场亲子阅读公益讲座。通过
亲子共读的方式，促进幼儿语言的发展和
阅读能力的提升，同时加深家庭成员之间
的情感联系，在阅读中帮助家长解决家庭
教育的困惑。

“我们了解到，孩子阅读和写作能力
的培养是很多小学生家长一直关心的重
点。自 2022 年创办书屋后，我们通过乡
贤联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部之窗协
会支教部，由社科院的在校学生以线上支
教的形式为甘棠的孩子们上阅读课和写作
课。”陈琳说。

陈琳是贤善书屋的负责人，也是福安
市家庭教育特派员。在她的积极促进下，

阅读写作课成为常态化课程，每个周日按
时开课，受到家长、学生的一致好评，期
期爆满，座无虚席。

“课上有互动，全程有趣、轻松，不
会的问题老师及时解答。课后作文统一发
送微信群，由社科院的学生给她们批改、
点评，实实在在地、手把手地帮助孩子提
升写作水平。”家长王云丹说，自己的孩
子苏佳琳，是就读于福安市甘棠中心小学
的五年级学生，到书屋学习两年后，在写
作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参与者到
志愿者，写作课不止激发了苏佳琳对写作
的兴趣，整个人还变得自信、开朗，经常
到书屋帮忙，担任小小志愿者。社科院的
老师还给孩子聊起大学生活，让孩子产生
了求知的渴望和对大学的向往，未来的目
标变得清晰明确。

“我以后也要像北京的老师一样优
秀，考上重点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才。”苏佳琳说。

除了阅读写作，陈琳通过“点单送
教”的模式，及时响应家长、儿童在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上的需求，有针对性开展服
务。每年寒暑假举办夏令营、冬令营，开
学前开设收心班，还邀请专家、老师、大
学生志愿者等开办了象棋课、书法课、科
学实验等课程，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实
现个性成长、多样发展，并鼓励、支持学
生参加福安市相关比赛，均取得好名次。

今年暑假，陈琳还组织感兴趣的家长
参加青春期教育初级师资培训和儿童阅读
指导师培训。目前，拿到青春期教育指导
师初级证书有8人，拿到儿童阅读指导师
证书有2人。

言传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在家
庭教育特派员陈琳一次次精心策划的课程
和活动中，家长和孩子在贤善书屋实现相
互影响、共同成长。家长在这里学会正确
的育儿方式，孩子在家长和老师爱的鼓励
中勇敢前行。

花式普及花式普及 敲响安全警钟敲响安全警钟

九月份开学季，福安市家庭教育特派
员、福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女子护学岗中
队中队长郭义青便组织队员进入各所校园
花式送教。

在逸夫小学东垅校区，郭义青给学生
戴上了VR眼镜，开展醉酒步行体验，模拟
酒驾状态，沉浸式感受酒驾带来的危害性。

“我来！我来！”“危险！快让开！”
“好晕，视线都变模糊了。”孩子被充满科
技感的送教方式所吸引，争先恐后地报名
体验。

“科技在进步，我们的宣传方式也跟
着进步。原来在室内观看警示教育片、讲
解 PPT 等单一的形式对低年级的孩子来
说显得沉闷，无法激发孩子学习的热情，

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我们不仅将课
堂搬到室外，还带来当下流行的道具，寓
教于乐，让宣传效果最大化。”郭义青
说。在宣传时，为加深印象，还特意运来
事故残骸车，讲述事发经过，分析原因和
后果，用最直接且直观的方式向孩子们强
调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起到了很好的
警示教育作用。

不仅如此，日常在校园周边疏导交通
时，郭义青除了让学校保安、值班老师配
合工作外，也邀请家委一起参与进来，大
家合力形成四位一体的护学模式，全力护
航学生平安上下学。

“除了学生，上放学时路面上最多的
就是家长了。只要有部轿车违规停放，都
可能造成道路拥堵，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所以护学工作必须要有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才能得以顺利地开展。”郭义青说。

“‘家庭教育特派员’是我们今年家
庭教育工作的新亮点，主要从具备教育
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能力
且具有一定的家庭教育实践经验或相关领
域工作经验的在职教师、公检法司等职能
部门中涉未成年人保护、家事案件调处、
社区调解等职能的专业人员及社会组织中
的专业社工等热心人士中选派。”福安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佳佳说，希望更多
有专长的热心人士加入“家庭教育特派
员”队伍行列，为全市家庭教育工作注入

“源头活水”，增添“不竭动力”。

“家庭教育特派员”护航孩子成长
□ 雷津慧

“葡萄每斤能卖近8元，5亩
葡萄，收入近10万元。”盘点今
年的增收账，松罗乡尤沃村村民
苏则中笑意盈盈，增收背后离不
开一条公路的建成。

过去，苏则中没少为葡萄运
输发愁。“以前路面坑坑洼洼，
葡萄运输途中因为颠簸经常出现
掉粒甚至整串烂掉的情况，好好
的葡萄卖不上好价格。”苏则中
直摇头，种了5亩葡萄，因为路
不平整，导致价格减半，“品相
好的一斤卖七八块，我们这掉粒
的，只能卖三四块。”

苏则中的苦恼因“四好农村
路”的建设得以化解。据介绍，
近3年，松罗乡累计投资近4000
万元建设农村公路提升工程，对
全乡三分之一的农村道路进行提
级改造，实施路长制常态化管
理，进一步消除交通掣肘，促进
农村公路网络化，助力乡村振
兴。“我们先后完成了县道柏松
线、乡道山南线、赛王线等的道
路拓宽改造，共计24.3公里。道
路由原来的4.5米拓宽至6.5米，
并对一些弯道进行取直，达到四
级路标准。”松罗乡党委副书
记、组织委员吴丽芳说，当地推
动“路长制”常态化管理，道路
专管员每周对全乡境内 73 公里
乡村道路巡查一次，对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保障道路顺畅通行，
为松罗葡萄、茶叶等农产品运
输、文旅发展、群众出行等提供
便利。

建好农村路，土特产快速出
村进城。“四好农村路有效联动

公路沿线优势产业，以葡萄产业
为例，实现福安葡萄 24 小时省
内配送到户，48 小时直达珠三
角、长三角地区。”市交通运输
局 运 输 管 理 股 负 责 人 黄 蕾 介
绍。

松罗乡农村路网变化是福安
市建好“四好农村路”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当地在推进“四好
农村路”建设过程中，率先在全
省推行“路长制”，改革创新农
村公路养护方式，引进“路掌
通”等智能化手段，不断改善农
村交通环境，提高养护管理质
量。目前，福安 18 个乡镇拥有
农村公路里程共 1763.16 公里，
所有乡镇通三级以上公路，通自
然村道路也基本全面硬化，并创
建县道霞楼线、穆凤线、福穆
线、湄瓮线等“党建+”生态示
范路 85 公里，实现“一路一景
一样板”，农村公路等级不断提
升。

“四好农村路”建好，还要
运营好。我市将乡镇综合运输服
务站作为“四好农村路”运营的
有效抓手，推动建设站旅融合、
站销融合等模式的乡镇综合运输
服务站，破解农村物流寄递收件
难，打通农产品高效“进城”渠
道。

在松罗乡，原有的客运站被
改造为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引
进“村村通出行”新能源客车，
联结起各村与运输服务站点间的
联系，在方便村民出行的同时，
实现农产品、快递件等多场景配
送，畅通客货邮融合发展渠道。

据介绍，“村村通出行”是福
安在 2019 年推出的用小型新能源
客车替代传统客运车试点工作。

“松罗乡总共有8辆‘村村通出行
’，覆盖乡里19个建制村，每天早
晚两次，方便群众出行。”松罗乡
客货邮融合松罗服务站站长郑跃
忠介绍，现在，“村村通出行”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兼顾将快递
下乡等功能，“车辆在出发前，先
到乡里把沿线村快递捎上，再配
送到各村小卖部或者快递柜里
面。”

“郑师傅，我小孩寄的快递到
乡里了，你记得帮我捎回来。”近
日，“村村通”司机郑跃宝接到松
罗乡南溪村村民范大爷的电话。

“好的，范大爷，我今天刚好跑南
溪村的线，大约中午到村里，快
递直接放小卖部，你去拿就行。”

“以前我们到乡里拿个快递，
来回要个把小时，现在由‘村村
通出行’司机带到村的快递柜或
者小卖部，村民拿快递方便多
了。”王隶村村民雷翰生说道。

目前，福安正持续推进客货
邮融合服务站点建设，加快完善
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建
设，计划在年底前建成 1 个市级
物流供配中心、8 个镇级网点和
439 个村级网点，实现客货邮融
合全覆盖。“我们将持续补齐农
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更好
地服务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
下乡进村，统筹解决农民群众幸
福出行、物流配送、邮政寄递三
个‘最后一公里’问题。”黄蕾
表示。

建好农村路 融合促发展
□ 陈雅芳

本报讯（李郁 林耀琳） 霜降时节，来到
康厝梧溪村，但见房前屋后、田间地边、
山间溪畔，满山遍野都布满了柿树，黄橙
橙的柿子挂满枝头，如一幅晚秋画卷。梧
溪“晒秋”已成为当地秋日里的一张特色
旅游名片，吸引游客前往观赏。

梧溪全村现有256户，852人，下辖梧
卢、坂头、岐山三个自然村，5个村民小
组，村落面积 0.5 平方公里，一年四季瓜
果飘香。现有 200 多亩高标准生态茶园、
300 多亩柿子林，获评福建省第四批高级
版“绿盈乡村”。

爽气荐金风，新凉入衣袂。两三百年
前，梧溪的先民沿穆阳溪畔种植了一大片
柿子树，它们挺拔的身姿，矗立在天地
间，仿佛是大自然赠予山间的一份厚礼。
柿子原产于中国长江流域。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柿子是一种寓意吉祥、美好、富饶和
长寿的果实，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无
论是品尝柿子的美味口感，还是欣赏柿子
的美丽形态，都能够感受到自然界的恩赐
和美好生活的祝愿。

柿子树不仅为梧溪村增添了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更为村民们带来了丰收的喜
悦。当柿皮黄、柿心开的时候，村民们就
开始摘柿子了。走近树前，枝干如铁，熟
透的果实饱满玲珑、色彩艳丽。深秋，梧
溪家家户户制柿饼，村头、树下处处都是
晒秋的村民，金色的果实带来一片“柿”
情画意。

近几年，梧溪村在乡党委政府帮助下，利用依山傍水
特色优势，按季节种植观光油菜花和月季，打造连片花海
景观，每年3月百亩油菜花盛开、春夏时节30多亩月季花
竞相开放，吸引无数游客流连忘返，形成以柿子、原始松
林、生态茶园等为主的现代特色农业观光旅游。如诗如画
的风景，引得周边游客纷至沓来，成功打造乡村生态旅游

“金名片”，年创产值200多万元。在柿子产业的带动下，梧
溪村集体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富裕起来的梧溪村统
一规划设计了新村居，一栋栋小洋楼在村里拔地而起，圆
了村民的“别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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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间，福安的庶民百姓大多聚族
而居，世代耕读传家，形成一方地域星罗
棋布的乡村，在这些村落中，但凡经营有
方、拥有经济实力的，无不建造颇具规模
的住宅，无论是素面朝天还是雕梁画栋，
总是依从儒道的礼仪和规矩，精心营造，
每一栋宅第都凝聚着先辈的勤劳汗水和工
匠的智慧技术；从屋顶到山墙、到硕大的
梁栋、到匾联齐备的门户、到雕刻精美的
窗棂，功能明确，形制统一。特别是山墙
处引人注目的木雕悬鱼，更是蕴含着福安
民居别具特色的传统建筑文化。

作为中国古建筑经典装饰元素，悬鱼
无论是寓意还是工艺，都是中国古建筑中
惊艳的一笔！它位于悬山顶和歇山顶的建
筑上，安装于山墙两侧博风板的正中连接
处，垂悬而下，起着保护檩头的作用。

这一件件历经风雨侵蚀的悬鱼构件，
徜徉其间，穿越时光，犹能感受它曾经的
高光时刻，以及传递至今的美轮美奂。它
高悬山墙，看波光云影、柳暗花明、人世
悲欢。悬鱼的主人认为，对于一栋完整的
居所，它是不可或缺的，其实它就是家的
护身符，他相信，有了山墙顶端的悬鱼，
就能集山川灵气，日月精华，揽云水，邀
蛟龙，远离火患，拥抱全家福安。

说起悬鱼 （又叫垂鱼）。缘于历史上
的一个载于《汉书》的真实故事：河南南
阳太守羊续为官清廉，属下的府丞送他一
尾名贵大鲤鱼，羊续不想收，却又怕伤人

面子，左右为难，就把鲤鱼一直悬在前
庭。此事传开，再也没有人给羊续送礼，
悬鱼就成为为官清廉的象征。后人纪念羊
续清廉，但凡建造房屋，少不了在屋顶两
端的博风板的正脊下，垂挂木雕的鲤鱼，
这就是古建筑常见的构件——悬鱼。

悬鱼的历史久远，汉唐时就有文字记
载和图经佐证，宋代的《营造法式》也有
设置的样式。唐代一度规定五品以上的官
员宅邸才能悬置，悬鱼多为木头雕刻而
成。如开封大相国寺、山西平遥的北方悬
鱼，配合整体建筑，显得大气、浑厚。福
安地处南方，传承中原文化，大屋必有悬
鱼。

一直到唐代，悬鱼装饰仅限于宫廷官
府所用。（《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只
有常参官才可“施悬鱼、对凤、瓦兽、通
乳梁”）

这种装饰构件最初之所以设计为鱼
形，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相生相克
的说法：中国传统建筑基本是木结构，木
最怕火，所以古人在设计构件时多采用与
水有关的形象。鱼为水中物，象征水，古
人希望以此庇佑房屋免遭火灾，是表达

“以水克火”防火避灾的意愿。其实也是
寓意着平安吉祥。

悬鱼有多种造型和含意。装饰构图分
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称为钉板，
雕有八卦、太极或万字纹图样，有驱邪镇
宅的用意；中部称为字板，多以卷草或缠
枝花卉纹作长方形边框，框内阳刻“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以及卍等吉祥文字，
内涵丰富，极有意趣；下部称为鱼板，典
型图案为一对鲤鱼尾部交叉，并从口中共
同吐出一朵莲花。（摘自 《福安传统建
筑》）

北方大宅有的悬鱼以灰塑造型，福安
乡间偶然也有灰塑悬鱼，但不多见。西南
一些少数民族用彩色的悬鱼，而福安的悬
鱼是重视杉木的本色，不着一丝色彩。有
的地域，悬鱼甚至变换成蝙蝠,取“福”
之意，呈现另类的视觉效果，但仍称为悬
鱼。

福安现存的悬鱼越来越少了。幸存的
悬鱼，已然面貌苍苍，数百年间，它们背
负人们对吉祥平安的祈求，孤悬屋宇，阅
尽一家悲欢，历经人间风雨。遥想当年，
宅第落成，悬鱼初挂，它精致秀美的风姿
曾引起一片怎样的喝彩声!

今天，拂去岁月的尘埃，我们依然可
以通过它，去领略过往时代民间艺术的风
采，领略福安古建的审美特征！

古民居山墙处的木雕悬鱼古民居山墙处的木雕悬鱼
□ 白沙渔舟 福安市博物馆

连士升 （1907—1973 年），福安县
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享誉南
洋的报人、作家。他成长于福建，求学
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因时局动荡而
去国南下，最后移居新加坡，成为 20
世纪中国南下文人促进南洋地区文化发
展的一个缩影。

1907 年，连士升生于福安县秦溪
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其父连绶昌为穆阳
镇同文小学教员，他随父读书，从小受
到良好的教育。不幸的是，连士升8岁
时父亲去世，因家贫无法离乡继续学
业，小学毕业后，只得留在家乡的私
塾。15 岁时，又不幸丧母，后由师友
筹款，资助他入读由基督教会创办的霞
浦县作元汉英学校。其间，连士升勤学
不辍，尤为重视英文学习。4年后，考
入福州市的鹤龄英华书院，随后又被燕
京大学录取。1927 年，连士升负笈北
平，得文史大家顾颉刚赏识，毕业后在
北京图书馆和政治学会图书馆继续钻研
学术，并开始为京沪知名报纸杂志撰写
文章，先后在 《东方杂志》《大公报》

《申报》 等报刊上发表文章。1934 年，
担任《食货》杂志的通讯员。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躲避战火
蔓延，一部分中国文人选择南下避难，
如郁达夫至新加坡，如曹聚仁、徐訏至

香港，这些南渡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化活
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为“南下文
人”，连士升就是其中的一员。1937年
抗战爆发，连士升举家迁往香港避难，
1941 年香港沦陷，他又携眷逃难至越
南河内的乡下，前后淹留南洋各地近
10年之久。

在听闻抗战胜利的消息后，连士升
“高兴得连眼泪也要流下来”，即刻着手
准备回国。但是，在 1947 年初辗转回
到重庆时，他对祖国的现状颇感失望。
时值内战在即，更兼通货膨胀严重，连
士升根本无法负担一家人在国内的生
活，迫使他接受新加坡《南洋商报》的
聘任，于1948年移居新加坡。

二战后的南洋地区可称得上是一片
文化荒漠。当地政府新闻管制严厉，文
化环境恶劣，华文文学创作领域十分窒
闷；当地华人多是劳工或商人，文化程
度不高，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创作的主

要力量便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南下文人
组成的。连士升来到新加坡后，发表了
大量社论、随笔，他的文风质朴、文笔
清新，给当时新马地区的文坛带来一股
新风。

在来到新加坡之前，连士升已是知
名的学者、记者和时事评论员，曾先后
担任过香港《国际通讯社》、西贡《远
东日报》、新加坡 《中兴日报》 的记
者、编辑。他治学多年，又曾游历欧
洲、东南亚各国，见识广博，不论是时
政评论、经济建设，还是文化教育，他
的评论都各有见解，颇具前瞻性。

1948 年到 1950 年间，连士升由
《南洋商报》出版游记5册，1951年至
1963年共出版散文集《南行集》《给新
青年》《春树集》等6部，出版人物传
记3部，还有信札《海滨寄简》结集共
8册，创作数量十分可观。

借由自身影响力，连士升还带头为

文化事业不断奔走，先后担任南洋大学
及新加坡大学董事、南洋学会会长、新
加坡文艺写作人协会发起人兼顾问、新
加坡作家协会顾问，栽培了不少作家和
新闻工作者。据新加坡广播局原主席黄
望青回忆，连士升当年作为南洋学会会
长，为了求得《南洋学报》的两百元印
刷费用，几次上门拜会一名富商。付梓

后，连士升奉送了两本给这位赞助人，结
果半年后再去拜会时，却发现两本学报被
垫在了会客室的痰盂底下，当时在新马地
区推动文化事业的艰辛和努力，由此可见
一斑。

来到新加坡后，他发现久居海外的华
侨对中国文化都颇为陌生，甚至其子女后
代只会英文而不通中文。在 《中国的文
化》一文中，连士升引经据典，语重心长
地谈道：“就全部世界文化史而论……到
了 20 世纪的今天……环顾宇内，最通行
的莫若中文和英文。根据发挥个性，适应
环境的原则，华侨应该特别致力于中国文
化。这样，我们才不愧为华人的后裔，同
时，也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1963 年，因对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和影响，连士升获得了新加坡政府颁赐的
公共服务勋章。借由《马华新文学大系》
主编方修的评价，连士升对于当时的新马
文坛“就好像沙漠上的一阵凉风”。

南下文人连士升
□ 黄 杉

   





























①楼下村古民居悬鱼
②黄儒古村悬鱼
③福安乡间不多见的灰塑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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